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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阴

春光明媚，新柳青青，天气
和暖，正是一年中最惬意的时
节。虽说春光无处不在，但约
上三五好友，出游踏青，也是不
错的休闲方式。

我国的踏青传统由来已
久，对古人来说，踏青是他们春
季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趁着
大好春光，我们来聊聊古人春
游那些事儿，说不定，还能对我
们的寻春旅行有所帮助。

从上巳到清明，春游也有

固定节日

说到古人春游，最为当代
人熟知的可能是东晋王羲之写
下《兰亭集序》的那一次，“永和
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
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洋洋洒洒三百多字，让后人得
以一窥那天的山水之美与欢宴
之情。不过，有的读者可能要
问了，“修禊事也”是啥意思？

其实，“修禊”（禊，指清洁
身体）也叫“祓禊”（祓，指祓除
病气），是古人在农历三月的第
一个巳日（也被称为上巳节）进
行的祭祀活动，主要内容是在
水边举行祭礼，洗濯宿垢，祛灾
祈福。

上巳节与远古兰汤辟邪的
巫术活动有关，在先秦时就已
经出现。《论语》云：“暮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大约写的就是当时的情形。

这天，青年男女们聚在一
起，还为择偶相配提供了绝佳
的时机。《诗经》中的《郑风·溱

洧》篇就描写过郑国的青年男
女，在三月身佩兰草，出游沐
浴，玩笑嬉戏的场景——“溱与
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
兮……”清新且浪漫。

两汉时，祓禊甚至成为国
家大典。《后汉书》记有：“是月
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
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洁。”才
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也在《祓
禊文》中写道：“洋洋暮春，厥日
除巳。”

到了魏晋时期，由于人们
崇尚自然，有着纵情山水的风
尚，上巳节的祭祀元素逐渐消
失，演变成了文人雅士迎春赏
游、临水宴饮的节日，还增加了
曲水流觞等内容。上巳节也被
固定在三月初三这天。

唐朝时，上巳节更为盛大，
不仅是全民参与的重要节日之
一，还被设为法定假日。无论
官民皆到野外郊游踏青，好不
热闹。唐代诗人杜甫的《丽人
行》描写过上巳节的盛况：“三
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
人。”陈子昂《三月三日宴王明
府山亭》中也有：“暮春嘉月，上
巳芳辰。群公禊饮，于洛之
滨。奕奕车骑，粲粲都人。”均
表现出春游是当时民众参与度
极高的娱乐活动。

唐代科举放榜日恰好在上

巳节之前，皇帝还会邀请新科
进士参加“曲江宴”。与宴者赏
花品酒、吟诵诗作，将上巳节的
欢乐气氛推至高潮。

由于上巳节、寒食节与清
明节时间相近，而且都有出游
活动，后来三个节日渐渐融
合。唐代诗人王维有诗云“少
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
巳”，不仅说明了少年踏春游玩
的热情，也点出了这种趋势。
宋朝之后，上巳节没落，清明节
成为以祭祖扫墓为主、春游踏
青为辅的节日，流传至今。

春光大好，古人纵情美景，
吟诗作赋，歌咏而归，何等惬意
雅致。而我们当代人，被快节
奏生活束缚，即使有闲也懒得
出门，踏青反倒成了稀罕事，岂
不怪哉？

斗花草、荡秋千……古人

踏青花样多

春游最重要的活动一定是
观花赏景、登山远足、陶冶情
操，但也少不了更具趣味性的
休闲游戏。当代人春游，往往
会集合打牌、玩桌游、放风筝、
烧烤野餐等多种活动，古人的
踏青花样也不比我们少。

民以食为天，古人春游自
然会带上些吃食。五代王仁裕
在《开元天宝遗事》记有唐朝仕
女春游野餐的趣事：“士女逢春

即联袂郊游踏青，路上遇到好
花，就在花前铺席藉草，围坐一
圈，并插杆结索，解下身上的红
裙递相垂挂，权当作野宴的帷
幄。”她们解衣作帐，就地野宴，
十分自由放松。

不过古人出行，总归不如
当代露营来得方便。有钱人
家，能驾车或者带着随从甚至
厨师随行出游。明代画家仇
英的《春游晚归图》，就画了主
人骑马缓行，侍从挑担跟随的
场景。

但普通人出游，就得自己
解决吃喝的难题了。宋人为此
制作了便于携带各种物品的竹
编背包——“游山器”，轻便、结
实还耐装。北宋宰相富弼曾赠
送文人文彦博一副，得到了一
首感谢诗：“上公遗我游嵩具，
匜盥杯盂色色全。”诗末又自注
云：“器悉以竹编而髹其中，轻
坚精巧绝伦。”听上去，感觉不
比现在的旅行背包差多少。

吃饱喝足，玩也要尽兴。
放风筝、斗花草、蹴鞠、荡秋
千……都是古人春游的必备
项目。

暮春时节，天朗气清，正
是放风筝的好时节，民间也有
“清明放断鹞”的谚语。鹞，就
是风筝。古人会将不好的灾
祸疾病写在风筝上，待风筝放

飞升高后再将线剪断，以求
“断鸢去晦”。

斗花很好理解，就是比谁
的奇花更多。《开元天宝遗事》
中写道：“长安士女于春时斗
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斗
草则复杂一些，分为“文斗”和
“武斗”。“文斗”前，古人会先采
来众多花草，然后聚在一起以
对仗的方式“报花名”，文采最
佳者取胜。“武斗”则比草的韧
性，比赛双方先各自选择有韧
性的草，将其互相交叉，用力拉
扯，不断者胜。欧阳修的《渔家
傲·三月芳菲看欲暮》中有“宝
马绣轩南陌路。竹歌举。踏青
斗草人无数”的词句，只是不知
他玩的是哪种玩法。

蹴鞠、荡秋千也是特别受
古人喜欢的春游游戏。杜甫的
《清明》诗中有“十年蹴鞠将雏
远，万里秋千风俗同”的句子，
可见蹴鞠和秋千在唐朝已成为
清明节的代表性运动。明清时
期，朝廷甚至直接把“清明节”
定为“秋千节”，让宫人、嫔妃相
邀嬉戏，享受大好春光。衣带
飘飘，配上杏花飞舞，实在是不
可多得的美景。

古人春游乐趣足，由此产
生了不少春游爱好者，白居易
就是一位。有《春游》诗为证：
“假使得七十，只有五度春。逢
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诗人
在65岁高龄之时，仍惦记着春
游踏青，我们又怎么能辜负这
大好春光呢？

（摘自正观新闻）

古人眼里的“食铁兽”

近代大熊猫自被发现以
来，中文名就有猫熊、熊猫、大
猫熊、大熊猫等多种叫法，而早
在中国先秦时期大熊猫称谓就
更多了，像貔、貘、白罴、貔貅、
食铁兽等。根据大熊猫的特征
又衍生出各种叫法，比如人们
认为大熊猫有很强的战斗力，
就有了“猛豹”或“猛氏兽”之
称；按照毛色又取名“玄貘”“白
豹”“黑豹”“白狐”“银狗”“白
熊”“白虎”“花熊”“文罴”“黑白
熊”“竹熊”等。

熊猫专家胡锦矗认为，中
国早期记载大熊猫的文献是
《尚书》和《诗经》。《尚书·牧誓》
提到了“如虎如貔”，《诗经·大
雅》里也出现了“献其貔皮”的
记录。后来三国时期的吴陆玑
在他的著作《毛诗草木鸟兽虫
鱼疏》中解释了“貔”，说“貔”既
像虎又像熊，大概率是现在的
大熊猫。

总的来说，“貘”是比较被
人们所认可的古人对大熊猫的
一种称呼。“貘”在许多典籍中
出现，《尔雅》描述“貘”是一种
白豹，晋代郭璞注解说它“似
熊，小头庳脚，黑白驳，能舐食
铜铁及竹骨”。著名语言学家
王力在《王力古汉语字典》里认
为“貘”似为“大熊猫”。

世人在谈及“貘”时，大都
会说到它食铁的特性。唐代段
成式在《酉阳杂俎》里说它是
“天铁熊”，校注又称“舔铁
熊”。《后汉书》里提到了“貘
兽”，对此李贤注解说，《南中八
郡志》里认为它像熊，力气很
大，能食铁。左思在《蜀都赋》
中说“貘”就是“食铁之兽”，刘
逵对此注解道：“毛黑白，臆似

熊而小，以舌舐铁，须臾便数十
斤，出建宁郡也。”建宁郡就是
今天的云南东北部、四川南部
一带。

宋人罗愿又延伸了以上说
法，他在《尔雅翼》里描述得最
是绘声绘色，“貘，今出建宁
郡。毛黑白，臆似熊而小；以舌
舐铁，可顿进数十斤。溺能消
铁为水。有误食针铁在腹者，
服其溺则化……今蜀人云，峨
眉山多有之”。说“貘”这种似
大熊猫的动物，能够用舌头舔
舐铁具，而且一次能吃数十斤，
它的溺液能够融铁，因此也不
用担心消化问题，实在过于神
化了。

到了明末，人们不仅延续了
过去的说法，还举了不少生动的
例子。姚可成在《食物本草》中
说“貘”，在“今黔、蜀及峨眉山中
时有之。士人鼎釜多为所食，颇
为山居之患。其齿极坚，以刀斧
椎，煅铁皆碎落，火亦不能烧”。
认为大熊猫在今天川贵地区时
而出现，它们的牙齿十分坚硬
和锋利，看见铁制炊具就会啃
噬吃掉，人们常不堪其扰。

在当代，不少学者认为大
熊猫是“食铁兽”这件事儿，纯属
古人对大熊猫的附会和想象。
因为古人很少能见到大熊猫，
偶然看见大熊猫觅食时舔咬铜
铁，便有了“食铁兽”的印象，但
其实它们或为好奇顽皮，或为
补给盐分才有了舐铁行为，却
不至于像古籍中说的把铁当成
一种美味食物，专食铜铁。

然而也有学者不这么看，因
为他们找到了一些大熊猫确实

食铁的证据。1981年《南方日
报》就有一篇文章说，近期在四
川卧龙保护区有一只大熊猫，有
一天吃饭时，竟把铁饭盒咬碎后
一块吞进了肚子里，而后随着
粪便排出，居然没有损伤肠
胃。文中还发出这样的感慨，
“古人称为食铁兽，并非虚构”。

永不退却的“熊猫热”

大熊猫的发现史可以追溯
到几百万年前的中新世晚期，
通过对目前已知的大熊猫化石
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在辽阔的
中华大地上一直都有大熊猫分
布。民间传说，蚩尤在涿鹿之
战中的坐骑就是熊猫。但大熊
猫的科学发现至今不过 150
年，“大熊猫”这个名字的出现
也不过百年。

在四川有一处叫宝兴的地
方，旧名叫穆坪，位于距成都
230公里的夹金山下，这里的环
境优美，生长着大熊猫最爱吃
的箭竹。在19世纪，有一名叫
戴维的法国人带着探索的意图
来到了宝兴。戴维是动物学家
和植物学家，一生中曾经三次
来中国探险。1869年，戴维来
到邓池沟，他斥资委托当地猎
人搜集动植物标本。戴维在日
记里记录了1869年3月11日这
一天，他首次在一个猎户家中
见到了大熊猫皮，当时戴维大
为震惊，预感这可能是科学上
一个有趣的新物种。4月1日，
在数名猎人的帮助下，戴维获
得了一只可爱的活体大熊猫，
但正当他准备启程回法国时，
这只大熊猫却不幸病逝，戴维
只好将其毛皮制成标本，送往

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戴
维没有想到标本刚送到就引起
轰动，并掀起了一股持续百年
的“熊猫热”。

把大熊猫热推向世界舞台
的是《中国杂志》。1923年，英
国博物学家苏柯仁在上海创办
了《中国杂志》，他联系上澳大
利亚传教士叶长青，之后叶长
青在上面发表了多篇关于大熊
猫的报道。

1930年，苏柯仁亲自撰写
了一篇关于美国罗斯福考察队
在四川西康地区寻找大熊猫过
程的文章，由于探险队的领头
人罗斯福兄弟正是当时美国总
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儿子，这篇
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世界性
的轰动。在整个20世纪30年
代，上海的媒体界掀起一股“熊
猫热”，人们都争相报道、抢发
关于大熊猫的新闻。

1936年的冬天，美国服装
设计师露丝从宝兴带回了一只
还没睁眼的活体大熊猫幼崽，
取名叫“苏琳”。1937年春，“苏
琳”在芝加哥的布鲁克莫尔德
动物园被展出，因好奇前来探
望的观众有四万人之多。

一个旅居英国的作家蒋
彝，给一只叫“明”的大熊猫创
作了两本书，一本叫《明的故
事》，一本叫《金宝和花熊》，讲
述大熊猫“明”到达伦敦的旅
程。他在书里充分发现了大熊
猫的外交才华，说“明”是中国
的真正代表，跟中国人一样善
良又热情好客。中国的大熊猫
也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为中外友好和平作出了贡献。

中国的外交名片

“貔貅”是中国神话里经常
出现的动物，但很多人不知道
“貔貅”也是大熊猫的古称。“貔
貅”最早出现于《史记》中，司马
迁写道：“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
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清稗类
钞》里说“貔貅”是似虎又似熊、
毛色灰白被称为白熊的动物，
是大熊猫无疑。貔貅虽然威
猛，却有招财的功能，是一种瑞
兽、仁兽。《洪雅县志》中一名拔
贡，认为貔貅不伤人，性慈近佛，
能吃虎豹，是以仁锄暴的典范。

胡锦矗认为，“貔貅”“驺
虞”“貘”都是大熊猫的古名。
“驺虞”就是仁兽的代表。《毛诗
故训传》记载“驺虞，义兽也，白
虎黑纹，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
则应之”，表明驺虞是一种体色
黑白、不主动捕食其他动物的
仁义之兽。《资治通鉴》也记载
了“驺虞仁兽，故以解兵”，古人
遵从礼仪，拥护仁君，推崇仁义
之师，可以说“驺虞”这种动物
是中华文化仁义的象征。

据此文化内涵，武则天曾
将两只大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
日本天武天皇，以示友好往来，
开启了中国最早的“熊猫外交”。

英国伦敦动物协会会长莫
里斯曾列举了大熊猫的20个
优点，比如活泼、爱玩、对人友
好、珍贵稀有等，鉴于这些特
征，一些重大的国际活动也经
常选用大熊猫作为吉祥物。

（摘自上观新闻）

古人春游比我们更隆重

大熊猫的“彪悍史”：传说中的“食铁兽”


